
8 月 10 日，奉新县罗市镇竹溪村排头组村民正在采摘百香果。近年来，

该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产业，引导农民种植百香果、无花果、皇菊、桑葚

等经济作物，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特约通讯员 邓建刚摄
发展特色产业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0791）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 总编办：86849545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086

政教部：8684927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195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 视觉中心：86849056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印刷单位：江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民 生JIANGXI DAILY4 2022年 8月 13日 星期六

■ 责任编辑 罗云羽 曹小武

本报讯 （记者陈璋 实习生邓扶摇）为进一步巩固拓

展“党建+养老服务”成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

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作用，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的“养老点位”问题，近日，省委组织部、省文明办、省

民政厅等 8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提升行动十条措施的通知》，着力构建党建引领、供给多

元、服务优质、方便可及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通知》要求，提升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质效。按照 15分

钟“养老服务圈”要求，在街道层面，建设床位规模不少于 40
张的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承担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

合功能和统筹指导功能；在社区层面，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

院和日间照料中心，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照护托养、日间照

料、助餐、康复护理、居家上门、陪诊转介等一站式养老服

务，2022年全省新增100个社区嵌入式养老院。

提升老年助餐服务可及性。在街道层面，建设老年食

堂；在社区层面，建设老年助餐点。到 2022 年底，全省建

成街道层面老年食堂 200 个以上、社区老年助餐点 700 个

以上，实现市辖区街道和县（市）城关镇老年食堂全覆盖、

中心城区和县城社区老年助餐点覆盖率达到 25%以上；到

2025年底，社区老年助餐点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通知》提出，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功能，健全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制度，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行、

助浴、助医、助娱、康复等上门服务；依托街道综合性养老

服务机构、社区嵌入式养老院等，为高龄、失能（失智）、部

分失能等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采取政府补贴等方

式，到 2025 年底，完成 6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

老化改造。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志愿服务等方式开展巡

访关爱服务，到 2022 年底，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

到 100%。

《通知》要求，加强服务设施供给，落实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用地、居住区配套建设等要求，推动闲置低效资产改

造与转型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与社区养

老服务共建共融。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到 2025 年底，

实现机构负责人、养老护理员培训全覆盖，在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开发设置社会工作岗位。

到2025年底完成6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

十措施提升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今年是个丰收年，黄桃甜度高、个头大，基

地请了 10 名工人帮忙采摘，还忙不过来。”7 月 29
日，横峰县山口兴业种养专业合作社黄桃基地开

园，香甜诱人、肉质厚脆的黄桃，吸引了许多游客

和果商，纷至沓来的订单让负责人刘大兴笑得合

不拢嘴。“山口黄桃的名声这么响，得益于乡里助

农服务站拍摄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他说。

原来，为了壮大桃柚瓜果种植产业，横峰县

龙门畈乡推行“支部+产业+基地”服务模式，成立

党员助农服务站，在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组织

文明实践员走进田间地头，拍摄有关枇杷、葡萄、

黄桃、桑葚等农特产品的小视频，在微信、抖音等

平台播放。

记者了解到，山口兴业种养专业合作社共种

植黄桃 100亩，可产黄桃 6万公斤。“我一年在基地

务工 120 余天，工资近 1.5 万元。”山口村村民徐冲

福说，村里发展了马家柚、枇杷等种植基地，农闲

时就到基地务工，夫妻俩每年可在家门口增收 2
万余元。

和徐冲福一样，在钱家村紫灵葡萄种植合作

社，20 多名工人忙着采摘、装箱，将新鲜的葡萄按

照订单发往各地。钱家村葡萄基地种有夏黑、玫

瑰香、巨峰、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从 7 月初上市

一直可以持续采摘到 10 月份。“全乡种植葡萄超

过 1000亩，产值超过 2000万元。通过打造四季瓜

果采摘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乡党委

书记黄汇敏说，全乡 50 余个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当地村民提供季节性用工岗位近千个，长期务

工岗位近百个。产业做大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也

变宽了。

2022年江西寻乌·深寻支援合作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8 月 11 日，2022 年江西寻乌·深寻支援合作推介会在深圳

市龙岗区举行，活动全面深化了两地在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标志着双方合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

此次推介会集中展示了深圳在寻乌开展支援合作以来

的工作成效，推介了寻乌的风土人情、项目合作、红色资源、

营商环境等，还进行了两地合作领域和投资项目签约，共有 6

个合作事项、12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项目涉及智能设备、

新材料、通用设备、大数据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达 112.4 亿元。

据悉，2018 年 5 月以来，在中宣部高位推动下，深圳市和

赣州市寻乌县建立了支援合作关系，深圳市委、市政府积极

协调各方为寻乌提供各类帮扶资金 3.46 亿元，帮扶实施产业、

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重点项目 60 余个，建立了深寻“1+

16+N”常态化对口支援合作机制，为寻乌县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2021 年，深圳市政府决定在 2021 年至 2025 年继

续开展支援合作寻乌工作，保持支援合作模式不变，力度不

减。近年来，在深圳市倾力支援下，寻乌县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出速度提升、总量攀升、效益上升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

考核连续八年获全省先进，形成了“特区带动老区、老区支持

特区”的良好局面。 （王宏伟）

本报新余讯 （记者江拓华 通讯员倪菁）“血压控制得不

错，继续保持。”日前，70 多岁的刘大爷来到新余市渝水区罗

坊镇中心卫生院医防融合门诊进行免费体检，医生一边给他

检查，一边将体检信息录入电脑。

去年 10 月，罗坊镇中心卫生院创新开设医防融合门诊，

将临床诊疗和公共卫生管理有机结合，设立慢性病门诊及家

庭医生工作室，两个诊室相互联通，既能满足慢病患者诊疗

需求，又能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据悉，慢性病门诊给慢

病患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诊疗服务，对未建档的慢病患者则指

导其至家庭医生工作室建档；家庭医生工作室融合健康体检

服务工作站职能，由专门人员负责糖尿病患者、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健康管理，提供健康体检、签约履约等综合服务。截

至目前，医防融合门诊为慢病患者提供诊疗及健康咨询等服

务 2500余人次。

医防融合让慢病患者有依靠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我只知道你们是好心人，没

想到还是战友，给你们敬礼。”近日，92 岁高龄的刘存余老人，

面 对 上 门 采 集 退 役 军 人 优 待 证 信 息 的 志 愿 者 饶 远 举 手 敬

礼。这是南昌市西湖区自今年 5 月全面铺开退役军人优待证

申领及建档立卡信息采集工作以来，战友相见时动人场景中

的一幕。

据悉，西湖区共有登记在册的退役军人 2 万余名，其中 60
岁以上的退役军人 9000 余名，在办理优待证的过程中，对指

导提交材料、上门代办的服务需求较大。为此，西湖区向全

区广大退役军人发出参与志愿活动邀请函，发动退役军人主

动参与服务战友的志愿活动，为高龄和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

提供信息采集、“跑腿”办证服务。截至目前，西湖区已招募

2300 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建 12 支志愿服务队，覆盖全区所

有街道、镇，共为 1400 余名有需求的退役军人提供“跑腿”代

办服务。

西湖区退役军人志愿者为战友助力

海拔 800 米的芦溪县张佳坊乡杂溪村枫岭谷中药材

基地，四面青山环绕，各种中药材长势喜人。基地负责

人曾国祥一边查看药材的生长情况，一边向记者介绍：

“这里的中药材都是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和除

草剂等，以此保障中药材的药性。”

今年 44 岁的曾国祥，早年在外打拼。2016 年，他看

好家乡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中药材的发展前景，回到

家乡成立了江西省枫岭谷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承包

林地 1 万亩，进行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已种植中药材

3000 多亩，主要有桔梗、黄精、丹参、白勺等，目前已收到

各类中药材现销合同订单 20 吨。”曾国祥对生态中药材

的销售市场信心十足。

走进桔梗种植区，一阵山风吹来，桔梗花瓣随风摇

曳，散发出阵阵清香。记者看到桔梗周边长满了杂草，

顿生疑惑。“在高温天气下，与杂草共生能防止直接暴

晒，可为中药材锁住水分，干枯的杂草腐烂后还能为中

药材提供有机营养。”曾国祥解释道。

看着发展势头良好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曾国祥向记

者算起了账：200亩桔梗、200亩丹参、600亩黄精等，按照

目前市场价格，基地里的药材总产值将超过 800 万元。

除了中药材种植外，他还将中药材种苗低价提供给周边

村民种植，并无偿进行技术指导，等药材成熟后统一回

收，保证村民收益。同时，吸收村民在基地兼职务工，解

决了 100多名村民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把生态中药材种植和当地

自然特色风景有机结合，打造医药研学基地和药膳美

食、康健疗养等产业，带领村民种好中药材，为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曾国祥说。

龙门瓜果香
群众增收忙

本报记者 吕玉玺

种好生态药材 带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钟进文 实习生 李丛溪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王纪洪）近日，

江西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推进全省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意见

的通知》，旨在推动城市（含县城）园林绿化高质

量发展，推进“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高品质

人居环境建设，增强城市园林绿地“净化空气、涵

养水源、增加碳汇、美化环境、传承文化、防灾避

险”等功能。

我省不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体系，科学推

进园林绿化建设，提升绿地功能与品质，加强园

林绿化监管，确定在“十四五”期间，全省城市园

林绿化品质进一步提升、设施功能进一步完善、

既有成果得到保护和巩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城市公园绿地

布局更加完善均衡。到 2025 年底，力争 70%左

右的城市达到省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标准、40%左

右的城市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实现零的突破。同时，我省引导居民开

展庭院、阳台、露台和屋顶绿化美化，鼓励社会

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建、认养、认管和提

供技术服务等形式，参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形

成全民参与园林绿化的新常态、新风尚。

我省高质量推进
城市园林绿化发展

8 月 9 日，抚州市临川区江西灵隐山生态农业

示范园内，果农正在为猕猴桃测糖。近年来，临川

区聚焦特色生态农业，推进质量兴农，助力乡村振

兴。 易永艳摄

▲8 月 8 日，南昌八一体育场内，孩子们在足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史港泽摄

憨态可掬的“吉祥福娃”、霸气张扬的“双龙戏珠”、神态

各异的“56 个民族”……走进杨桂英家中，一幅幅活灵活现的

剪纸作品映入眼帘。她坐在桌旁，一手拿剪刀，一手握红纸，

只见剪刀翻转，纸屑纷纷落下，不过几分钟，一个个精致的花

纹就跃然纸上。

今年 84 岁的杨桂英是南昌市青云谱区京山街道象湖园

社区的一名老党员。因一手高超的剪纸技艺，她曾在 2018 年

获得“南昌市第二届民间工艺大师”称号。

杨桂英说，受母亲的影响，她从小就喜爱剪纸。她告诉

记者，小时候母亲坐在窗户旁剪纸的美好画面在她心中留下

了抹不去的记忆。于是她总缠着母亲教自己剪纸，悟性颇高

的她很快学会了剪纸技术。

一沓薄纸，一把剪刀，一来一回，在杨桂英的巧手下，便

有了生命与故事。“剪纸入门简单，做到精致就需要花费很多

功夫。”杨桂英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剪纸的过程，“你看这

幅作品，就要从最细小的那些花开始剪，一点点地抠，然后剪

房屋，最后剪人物……”

退休前，杨桂英工作之余的生活就是剪纸。“剪纸是一种

美好祝福的载体。”对于剪纸艺术，杨桂英有着自己的见解。

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她都会剪些喜庆的图案送给亲朋好

友，表达自己的祝福。时间长了，邻居都知道她会剪纸，谁家

孩子要结婚，就找她剪一些喜字窗花。就这样一传十、十传

百，周围的人都知道她的手艺，结婚、过年……只要有人开口

说要窗花，她都会帮忙剪。

“以前的剪纸样式少又简单，后来为了剪出更多更丰富

的 图 案 ，我 就 把 生 活 中 美 丽 的 风 景 拍 下 来 ，然 后 对 着 照 片

剪。”退休后，杨桂英对剪纸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剪就是五六

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记不清用坏了多少把剪刀。近年

来，杨桂英先后剪出《永远跟党走》《我的中国梦》等红色主题

剪纸作品，这些作品构图复杂、剪法细腻，惟妙惟肖地展现了

新中国的发展变化。

醉心剪纸之余，杨桂英也不忘传承手艺。从 2005 年起，

她免费教居民剪纸技术，在社区开办剪纸课，手把手教大家

剪纸的创意、构图和剪刻。在她的影响下，社区上至八旬老

人、下至六龄孩童，都成了她的忠实粉丝。

一位八旬民间手艺人的坚守
侯艺松


